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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美国西北大学地质科学系Seth Stein和 Emile Okal 最高温度暴跌 20．6 0C；上海一夜降温 17摄氏度，气象台连发 

最近在全球地震联合会 (IRIS)网站公 布的计算 结果 ，2004年 低温寒潮警报 。按全 球变 暖思路 预测 的 中国“暖冬”宣告失 

12月 26日印度尼西亚苏 门达 腊地震 震级 为 Mw9．3，使该 地 败 ，低温冷害事件频发L1]。 

震成为有地震仪器观测史以来的排列第 2的大地震(排列第 郭增建的“深海巨震降温说”是一种合理的解释：海洋及 

一 的是 1960年智利 MlW9．5地震)。 其周边 地区的强 震产 生海 啸 ，可使 海洋深处 冷水迁 到海 面， 

印尼地震 海啸 发生后 ，全球低温冻 害和暴雪 灾害频 繁发 使水面降温，冷水吸 收较多 的二 氧化碳 ，从 而使 地球降 温近 

生：2005年 1月 i0日美国内华达山脉地区近 日下了近 9O年 2O年。2O世纪 8O年代以后 的气温上升与人类活动使二氧 

来最大的暴风雪；2月2日莫斯科和 日本的降雪竟然超过了 化碳排放量增加有关，同时这一时期也没有发生巨大的海 

3 m s从春节前 1周 至 2月 21日的大半 个 月内 ，暴 雪袭击 大 震。巨震指 赤道两侧 各 4O。范 围内的 8．5级 和大于 8．5级的 

半中国，南方沿海、新疆、内蒙、东北、华北、华中等地区相继 海震口]。从表 1中可以看到，拉马德雷(亦称太平洋十年涛 

出现罕见低温、暴雪 天气 ；近 年最冷 的一个 冬 天造成 的恶劣 动 ，简称 PDO)位相变化 和全球气 温与 海洋强震海 啸有非常 

天气、雪崩以及食物短缺，已经夺去了印度、巴基斯坦与阿富 好的对应关系。 

汗山区几百人的生命。3月上旬又出现一系列反常低温天 根据郭增建的理论，2005年全球气温将因为印尼地震海 

气 ，北京突遭凶猛 的“倒 春寒”，六级 大风 和冰点 气温 把京城 啸而降低 。美国国家航空航 天局 (NASA)的科学家认 为 ，一 

的乍现春光扫荡殆尽；云南怒江傈僳族 自治州遭遇百年罕见 个较弱的厄尔尼诺现象和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将使 2005年 

暴雨雪 ；江西省气象部门紧急发布了寒潮蓝色预警信号；武 成为人类有记载以来最热的一年。孰是孰非，我们等待 2005 

汉人感受了“春天里的冬天”；南京三月突遇百年罕见降温， 年客观实践的检验。 

表 1 太平洋十年涛动、低温与地震海啸对 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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